
附件 1 

「104-105 年高中職行動學習推動計畫」期末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壹、基本資料 

校長 
姓名 吳錫勳 電話  04-24371728*700 

email wu1358@wagor.tc.edu.tw 

本計畫聯絡人 

姓名  楊登元 職稱 副教務主任  

電話  04-24371728*711 手機  0917-301886 

email infinity0211@wagor.tc.edu.tw 

本計畫第二聯絡人 

姓名  呂信賢 職稱  資訊組長 

電話  04-24371728*830 手機   0917-506096  

email shane@wagor.tc.edu.tw 

實際實施班級及人數 班級數  15 教師數 30 學生數 250 

行動載具 

廠牌型號 作業系統 數量 來源(學校自籌/異業合作) 

iPad Air 2 iOS 185 學校自籌 

iPad iOS 110 教師自備 

學習管理系統或平臺 Moodle iBooks nearpod 學校自籌 

 

貳、摘要 

說明：惠請 針對【參、推動成果】以及學校推動行動學習的特色與願景填寫 200-300 字摘要說明。 

    回顧本校推動「iWagor數位行動學習計畫」一年多來，從自籌經費採購 iPad、推動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 )，到佈建無線網路環境，「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素養」始終是本校長久以來的目標與願景。

感謝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高中職行動學習輔導計畫團隊相助，協助我們在推動的過程克服種種的困難，

除了有形的硬體設備或行動載具，在教與學上的無形改變更是葳格最美麗的風景！ 

    延續 104學年度上學期的基礎，本學期持續提升廣度到深度；上學期我們發展出具校本風格的行

動學習教案，並進行典範分享。本學期老師們對於行動載具的操作方式逐漸熟悉，並且透過校內的領

域交流與研習活動，讓更多老師與學生感受到行動學習在教學活動中的助益及便利，行動學習已成為

葳格人的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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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推動成果 

說明：本成果主要為貴校本年度執行行動學習計畫的成果，報告內容以下列大綱與範本為主。 

 

一、教學團隊運作模式：包含團隊運作的模式、行政支持、人力設備現況以及與輔導計畫配合程度等。 

一、人員組織 

1. 行政負責人：教務處  楊登元 

2. 課程負責人：專任    駱立揚 

3. 硬體負責人：資訊室  黃子睿 

4. 各科負責人：每個領域推派 1位種子教師 

領域 負責人 

國文 黃詩棨 

英文 吳香君 

數學 尤凱威 

社會 黃文貞 

自然 駱立揚 

餐飲 黃琬筑 

觀光 黃婉婷 

輔導 黃佳慧 

甲、運作模式 

(一)架構  

 

 

 

 

 

 



(二)種子教師交流平台 

(1)Moodle 

 
(2)Apple  iTunes U 

 

 

 

 

 



(三)教師即時問題交流。 

(1)Line即時通訊社群 

 

 

(2) Apple  iTunes U教師共備社群平台 

 



(四)校務行政資訊網 - 行動學習設備申請借用和管理。 

 

(五)校內雲端硬碟 - 提供教師檔案存放。 

 

二、行動學習活動的規劃與品質：包括各科目運用十大策略之狀況(請填以下表格)以及學校總體行動

學習教學活動之實施品質等(敬請 承辦人協助整理學校總體成果，可用圖片或者學生作品具體展示教

學成果)。 

請注意：請勿將所有教案以及教學成果全部貼上；請將所有教案以及教學成果放置在附件 2 中。 



 

各科目運用十大策略之狀況 

(以教案為單位，一位老師可能有多個教案) 

科目 使用策略(請填寫主要策略) 授課班級數 實施節數 使用之軟體或工具(ex：

Kahoot!、Google Drive) 

國文 主題討論學習模式、直接引

導學習法、共享協作平台、 

心智工具的應用、專題導向

學習法、探究式學習模式、

情境式行動學習 

1 3 Nearpod、SimpleMind 、

Explain Everything  

英文 直接引導學習法 

錄影分享法 

共享協作平台 

1 1 Nearpod、Kahoot! 

數學 錄影分享法 

直接引導學習法 

共享協作平台 

1 1 Nearpod、Desmos、GeoGebra 

地理 情境式行動學習 

共享協作平台 

1 1 Nearpod 

化學 直接引導學習法 

發現式教學法 

共享協作平台 

1 1 Nearpod 

餐飲、觀光 直接引導學習法 1 1 Nearpod 

 

三、行動學習實施的推廣：包含本年度推動計畫推動進度與教學模式轉變、教師社群、活動辦理的成

果；以及本活動實施至今面臨的困難、優缺點，及行動學習的推動對學生、教師、學校等人的影響。 

(一)行動學習學習節次統計 

單位：節 

 



(二) 各領域學科網站建置行動學習專區 - 提供學生於課堂學習和課後複習使用。 

(1)學校學科網頁 

 

 

      (2) Apple  iTunes U線上課程 

 

 

 



(3) Apple  iTunes U線上繳交作業平台 

 

(4) Apple  iTunes U線上評分平台 

 

 

 

 

 

 

 



(三)定期舉辦行動學習教師研習和會議 

(1) 3月 16日 iWagor種子教師研習：虛擬與真實交會的智慧課堂-擴增實境應用於教學 

 
(2) 3月 30日香港 Apple Educ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Manager 交流 

 

 

 

 

 

 



(3) 4月 16日 iWagor種子教師研習：iOS9.3更新分享 

 

(4) 4月 27日 iWagor種子教師研習：擴增實境教學運用 

 

 



(5) 5月 4日 iWagor種子教師研習： Google智慧校園：行政、教學超高效率研習 

 
(四)行動學習課堂照片 

(1) 國文科 

 



(2) 英文科 

 
(3) 數學科 

 



(4) 社會科 

 
(5) 自然科 

 



(6) 輔導領域 

 
(7) ESL課程 

 

  



四、學校學生對於使用行動學習載具上課的反應良好。 

(一) 學生課後問卷統計 

(1) 你會害怕使用 iPad上課嗎? 

 

 

 

選項 百分比 

會 3.17% 

不會 96.83% 

樣本數:378位學生 

(2) 對於行動學習課堂中自己認真上課的程度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滿意 53.97% 

滿意 33.07% 

普通 12.7% 

不滿意 0% 

非常不滿意 0.26% 

樣本數:378位學生 

會, 

3.17% 

不會, 

96.83% 

非常滿

意, 

53.97% 

滿意, 

33.07% 

普通, 

12.70% 

非常不

滿意, 

0.26% 



 

(3) 對於行動學習課堂中自己課程參與的程度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滿意 52.29% 

滿意 33.07% 

普通 11.11% 

不滿意 0% 

非常不滿意 0.53% 

樣本數:378位學生 

(4) 於行動學習課程後，對 iPad的操作孰悉度更了解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滿意 53.44% 

滿意 34.13% 

普通 12.7% 

不滿意 0% 

非常不滿意 0.26% 

樣本數:378位學生 

非常滿

意, 

55.29% 

滿意, 

33.07% 

普通, 

11.11% 

非常不

滿意, 

0.53% 

非常同

意, 

53.44% 

同意, 

34.13% 

無意見, 

12.17% 

非常不

同意, 

0.26% 



 

(5) 在 iWagor課堂中，可以獨立操作 iPad並解決問題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滿意 53.97% 

滿意 33.07% 

普通 12.7% 

不滿意 0% 

非常不滿意 0.26% 

樣本數:378位學生 

(6) 對於未來的 iWagor課程是否充滿期待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滿意 49.74% 

滿意 33.60% 

普通 16.14% 

不滿意 0.26% 

非常不滿意 0.26% 

樣本數:378位學生 

非常同

意, 

49.21% 

同意, 

34.92% 

無意

見, 

14.55% 

不同

意, 

0.79% 

非常不

同意, 

0.53% 

非常同

意, 

49.74% 

同意, 

33.60% 

無意

見, 

16.14% 

不同

意, 

0.26% 



(7) 希望未來可以多一點 iWagor的課程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滿意 56.08% 

滿意 28.04% 

普通 15.34% 

不滿意 0.53% 

非常不滿意 0% 

樣本數:378位學生 

 

  

非常同

意, 

56.08% 

同意, 

28.04% 

無意

見, 

15.34% 

不同

意, 

0.53% 



(二) 學生課堂意見反饋統計 

 
 

 


